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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大热天的，党员志愿者又是修剪绿化

带，又是清扫垃圾，真让人佩服。”6 月 2 日上午，家

住东城之星小区的居民张建看着干净整洁的路面夸

赞道。

据了解，为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营造安全舒适的居民

生活环境，城关镇东中社区联合共驻共建单位——卫

健委，组织20多名党员志愿者来到东城之星、盈瑞之家

小区开展义务清理垃圾活动。

当日上午，东城之星小区内，党员志愿者身穿红马

甲，头戴小红帽，手持工具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有的清

除地面和绿化带内的垃圾、杂物，有的对楼体及楼道内

的小广告进行清理，有的修剪杂乱的绿化带，一派繁忙

景象。不到两个小时，小区环境焕然一新，小区居民交

口称赞。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爱护家园，你我有份。”城

关镇东中社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以共驻共

建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辖区内在职党员、网格员的作

用，加大对居民的宣传力度，使居民自觉成为爱护环境

的践行者。” （王真真 王航航）

城关镇党员志愿者为小区做“美容”

5 月 29 日，2020 年全市汛

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对全市汛期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县

重点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谢水池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在我

县分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内

容。

会议强调，要以对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负责的态

度，抓实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各

项工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牢固树立防灾减灾“一盘棋”思

想，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底线思维，以良好的状态、

有力的措施、扎实的工作，抓好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刘艳萍 王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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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款都到账了，钱又涨

了，还发的有价格补贴，俺的生

活越过越好啊！”，6月4日上午，

城关镇西街社区建档立卡贫困

户李国顺高兴地对县民政局走

访人员说。

李国顺老人今年75岁，享

受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日

常生活由其外甥女照料。县民

政局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老人

的日常生活情况、照料护理情

况，查看了老人居住安全情

况。叮嘱西街社区工作人员要

经常到特困供养对象家中查

看，监督护理人高标准照料好

老人日常生活。

据县民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从今年元月份起我县农村

特困人员的集中供养标准从每

人每年 7300 元提高到了 8300

元，分散供养标准从每人每年

4500 元提高到了5540 元；城市

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提高到了

每人每年 9000 元；对象护理补

贴全自理对象为每人每月 145

元，半自理对象每人每月 290

元，全护理对象每人每月 435

元。截至目前，今年累计发放

特困供养款 712.79 万元、护理

补 贴 219.98 万 元 ，价 格 补 贴

35.36万元。

据了解，为做好兜底保障

工作，县民政局实施了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定期走访制度，不

定期组织入户抽查，乡镇民政

所工作人员每季度到特困供养

对象家中走访至少一次，村干

部经常到对象家中走访，通过进村入户走访排查，

了解对象的生活情况、身体状况、日常护理照料情

况，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摸排对象供养需求，愿

意集中供养的，立即安排入住敬老院。

“我们将继续加大排查力度，及时将符合条件

的人员纳入特困供养范围，做到应救尽救、应养尽

养，充分发挥民政的兜底保障作用，统筹各类救助

制度的有效衔接，确保兜的实、兜的牢。”县民政局

负责人说。 （肖艳超 张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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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县交警大队为提升城市

形象，方便群众出行，在全县背街小

巷增设停车位。图为县交警大队工

作人员正在新世纪广场东侧增画机

动车辆停车位线。 何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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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把国土绿化提质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相

结合，多渠道筹措造林绿化资金。一是引导国有公司主

导融资。通过县土地信托平台，统一流转宜林土地，统一

规划，再以国有公司为主体融措资金进行建设。2017

年，仅宝丰县发投公司就建设生态廊道近9000亩，投资

6.5亿元。2019年，县属5家国有公司自行

融资2.3亿元，参与全县通村公路生态廊道

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造林 17000 余亩。

二是积极引导民营资本方参与林业生态建

设，享受“生态分红”。2018年，发投公司参与植树造林

3.7万亩，共投资7.3亿元。同生公司完成绿化1900亩，

投资0.9亿元。三是县财政拿出“真金白银”奖励植树造

林大户，对新栽植面积在 200 亩以上的造林，每亩奖补

500元；对新创建的林业生态村，每村奖补5万元。四是

引导群众自主造林。按照谁种植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

鼓励群众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区域植树。仅2019年，全

县群众共种植各类经济树木120余万株。

钱解决了，树往哪里种。我县主动探索，创新模式，

通过开发荒山、整治工矿废弃地、取缔散乱污企业、退耕

还林和收回已出让土地使用权等方式，深入挖掘土地资

源，三年来，共“挤”出国土绿化用地3400余亩，建设了人

民路东段带状公园等一大批城市公园、游园和园林，基本

实现了城区50米见园的目标。同时，利用信托平台统一

流转宜林土地，目前已流转宜林土地20000余亩。

“年年栽树不见树”，曾是林业生态建设中一个“怪

圈”。树木种起来了，能管好吗？近年来，我县不断探索，

创新森林资源管护机制，严把造林质量，强化工程监理，

使造林质量大幅提升。一方面组织巡查组对破坏林木的

不法行为坚决打击，一方面建立绿化公司专业管护、森林

公安干警“人防＋技防”常态化巡护、县乡村三级护林员

专职养护的“三位一体”管护体制，努力破解林木管护难

题，使新种树木成活保存率保持在95%以上。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将持续开

展大规模增绿行动，实施好森林质量提升工

程，尽快建成绿色生态屏障，让宝丰大地绿起

来、净起来、美起来，让绿色成为全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最靓丽的底色。”县林业局局长

楚亚辉说。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百姓福祉，关乎社会未来。如

今，徜徉在父城大地上，从城市到乡村、从山区到平原、从

路边到河畔，处处都是花海，处处都是树阵，常绿树与落

叶树搭配、乔木与灌木相依，创造“春花烂漫、夏紫荫浓、

秋色绚烂、冬景苍翠”的四季美景。生态、自然、和谐的宝

丰，无处不洋溢着浓浓的绿意。 （王真真/文 何乐/图）

绿色已成为我县最靓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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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上午，香山生态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方案设计

交流会召开。县接待和旅游服务中心、河南城建学院旅游

研究院、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及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设计方）等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与会各方就项目设计中的功能区域划分、用地规划、运

营流量、道路标识等方面与设计方进行深入交流。

香山生态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不仅是我县发展文化旅

游的重大项目，更是我县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弘扬和传承香

山文化的重要工程。此次香山生态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方

案设计得到在座各位的一致认同。设计方表示将结合意见

进行修改完善，尽快进行香山生态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方案

设计初稿汇报会。 （齐文雅 白栎雯）

香山生态文化旅游综合体
项目方案设计交流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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